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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菅义伟15日启程访美，将于
美东时间16日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成为
拜登上任以来到访白宫的首位外国首脑。
菅义伟打算通过本次日美首脑会晤，加强
日美同盟关系，探讨所谓“印太构想”，预
计会晤后美日将发表联合声明。

一直以来，菅义伟给人的印象是“表
情木讷，拙于表达”。人们通常把面无表
情、不露声色的人称为“扑克脸”，菅义伟
因而被称为“扑克脸”首相。今年初就疫情
发布紧急状态宣言时，菅义伟以毫无张弛
的表情和声调，照本宣科地低头念稿子，
被批评表达和沟通能力薄弱。日本民众发
现首相说话都不流利，不少地方甚至听不
清，还把福冈县念成了静冈县。

于是，有人拿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对
比，感叹为什么菅义伟不能像德国总理默
克尔那样在民众面前声泪俱下呢？去年圣
诞节前，德国疫情吃紧，默克尔在联邦议
院发表讲话，呼吁民众遵守防疫规定，她
讲到动情之处时双手合十、含着眼泪哽咽
着说，“如果我们在圣诞节前有太多接触，

而最后却成了我们和祖父母度过的最后
一个圣诞节，那么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
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这种强烈的反
差，凸显菅义伟的“木讷”。

菅义伟1987年步入政坛，同僚对其最
多的评价是“守信律己”“循规蹈矩”。这或
许与其出身有关。菅义伟出身农家，这造
就了他勤劳坚韧、踏实隐忍的性格。担任
内阁官房长官期间，他每天作息千篇一
律，起床先读完所有报纸，然后做100个仰
卧起坐，再到户外走40分钟，雨雪天也不间
断。忙碌一天后不管多累，晚上回到国会
议员宿舍，还要再做100个仰卧起坐。

没有背景、没有派系、更没法“拼
爹”的菅义伟要想在派阀林立、世袭盛
行的日本政界混出个样来，上述性格正
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终于，在当了
近8年的安倍内阁大管家后，于去年9月
当选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并接任首相。

当时舆论并不看好菅义伟，认为其不
过是一位“过渡首相”，甚至还有人说他是
安倍的傀儡。从他当时的发言来看，内政
外交也比较“软”，缺乏独立的政治想象
力。但菅义伟其实还有另一张面孔。

菅义伟38岁首次当选横滨市议员。据
其前辈议员田野井一雄介绍，菅义伟当着
议员前辈的面说，“虽然我们是新人，但也
是市民选出来的议员。希望大家也能听听
我们的意见。”田野井一雄很惊讶，认为

“出现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菅义
伟还向时任横滨市长高秀秀信提出了人
事方案等建议，被称为“影子市长”。

虽然很少表露感情，但菅义伟“非常
好强”。他曾这样回答过田野井一雄：“我
有好恶。但这些最好不要表现在脸上和态
度上。”当上国会议员后，菅义伟曾说过：

“现在我被叫kan，10年后要让他们叫我
suga。”（日本前首相菅直人的“菅”在日语
中念kan，菅义伟的“菅”发音为suga。）

菅义伟执政半年多以来，很多人惊讶
地发现，外界此前普遍低估了他的抱负和
手腕。去年9月上台不久，菅义伟就顶着舆
论压力否决了学术会议6位成员的任命，
一举打破了首相不干预的惯例。这已然让
外界看到他“强人”的一面，引发政治干扰
学术的担忧。《纽约时报》曾报道，安倍的
一些强势做法，其实是菅义伟在背后设计
的。有菅义伟的幕僚向媒体透露，菅义伟

打算在积累外交经验后“自己做决定”。
去年10月，日本主办美日印澳“四方安

全对话”，菅义伟完成外交首秀。他首次出
访选择越南和印尼，签约向越南出口防务
装备和技术，许以500亿日元贷款帮助印尼
恢复经济，并推动向印尼出口护卫舰。

如果说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前还比
较谨慎的话，拜登上台后的日本就像“打
了鸡血”，接连与美国、印尼和德国举行“2
+2”会谈，前不久又同美印澳法在印度洋
举行军演，一改模糊态度，高调追随美国，
甘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在13日决定将
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之后，人们忽然明
白，这一切都是菅义伟老谋深算的结果。

在疫情猛烈反弹和东京奥运会前途
未卜之际，菅义伟的这些做法难言聪明。
说白了，这些手段仍然是安倍的“老套
路”，在大国博弈和地区局势激化中渔利。
不过，日本要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就
像美国一边支持日本核废水排海，一边强
化限制日本食品进口那样，被华盛顿玩弄
于股掌之间——— 在这方面安倍就吃过特
朗普的亏。当“口讷”的菅义伟碰上“口误”
连连的拜登，或许又有好戏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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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德国和日本之间首次外长
防长“2+2”会谈举行。德国外长马斯、防
长克兰普-卡伦鲍尔与日本外相茂木敏
充、防卫相岸信夫进行了线上会谈。由
此，德国成为继英国、法国之后，第三个
与日本建立“2+2”会谈机制的欧洲国家。

印太地区毫无疑问地成为德日“2+
2”会谈的主题，德国外长马斯明确表示，
德日应就印太地区局势进行密切的双
边对话，以及在安保领域加强联系与合
作。为此，今年8月，德国海军将向印太地
区派遣“巴伐利亚”号护卫舰穿越南海，
计划停靠日本的港口，目前正在就与日
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而协调。

在《日本经济新闻》看来，与英法不
同，在亚太地区并无海外领土的德国，向
该地区派遣军舰实属罕见。德国军舰上一
次在南海水域的类似活动还是在2002年。

德国和日本作为二战的发起国和战
败国，过去数十年来两国经济、文化等领
域关系不断发展，但双方对发展安全和防

务关系一直十分谨慎。尤其是持续反思二
战历史的德国，对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尤
为警惕和谨慎，德国政府曾明确反对美国
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明确拒绝参加
2011年的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因而，从双边关系互动程度来说，
英法这两个欧洲大国和北约欧洲主要
盟国与日本的关系，要比德日关系更加
全面。而且，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抛出

“印太战略”，英法两国近年来不断增加
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活跃度和军事存在。

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德国去年9
月发布印太政策指导文件，明确了德国
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立场、利益诉求和行
动准则，将印太地区定义为德国外交政
策的优先事项。文件明确表示，亚洲的
经济和政治重要性不断上升，未来的国
际秩序将取决于印太地区。

作为德国调整印太外交方略的一部
分，近年来德日互动更加积极，并且双方
很默契地逐渐打破以往双边关系发展中
的禁忌，逐步加强安保领域的合作关系。

今年3月，德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从而加强军事情报共享、武器装备采
购等防务合作。按德国防长克兰普-卡伦
鲍尔的说法，该协定对德日这两个技术
大国进行真正有价值的合作至关重要。

早在两年前，德国总理默克尔2019
年2月访日期间，就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就两国签署这一协定达成一致，但
过去两年里，双方就此进行了曲折谈
判。协定签署后，日本将可以向德国出
口所谓防御性武器装备，而德国则可以
借此增加对亚太事务的参与。

如今，德日启动“2+2”会谈，补齐了双
边关系中的一个短板。日本通过与英法德
三个欧洲核心大国建立“2+2”机制，进一
步加强日欧关系。同时，包括德国在内，欧
洲将因此更多地在印太事务中刷存在感。

“2+2”会谈最早是美国与主要盟友之
间建立的外交和安全对话机制，随着地区
和国际局势演变，“2+2”会谈逐渐成为美国
及其盟友构建区域战略网络的重要基础。

德日等盟友围绕印太议题频繁互动，
自然是注重依靠同盟网络和多边行动推
进美国全球战略的拜登政府所乐见的。而

且，拜登上台后，先是叫停了特朗普任内
制定的从德国撤军的计划，进而美国防长
奥斯汀在4月13日访德期间宣布，美国将在
今年秋天增加500名驻德美军。从撤军1 . 2
万到增兵500人，拜登试图借此稀释过去4
年特朗普给美德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

不过，美欧、美德之间的跨大西洋
关系裂痕，似乎已经难以弥合。在上月
的欧盟视频峰会后，默克尔在回答媒体
提问时表示，尽管欧盟和美国有一些共
同的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所
有事情上都一致。类似的说法，法国总
统马克龙也曾公开讲过。

这意味着，过去4年欧美关系的经历，
更加坚定了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走外交
独立、防务自主的方向。与美国所谓“印太
战略”更像是一个搞外交孤立和军事围堵
的遏制战略不同，德国的印太政策文件涵
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

恐怕，在对“印太战略”的认识上，日
益追随美国的日本，与相对冷静的德国还
是存在温差的。只是，这并不妨碍德日之
间相互借力，以达成自身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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